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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某城市建筑施工垃圾公害调查及对策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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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　通过对河南省某城市建筑施工垃圾危害的现场调查和社会公害调查 , 搞清了目前建筑施工垃

圾处理方面的现状和问题 ,并针对发现的问题 , 提出了建筑施工现场垃圾减量化对策 , 给出了

建筑垃圾社会公害的防治对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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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　引言

　　改革开放给我国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, 与此同

时发展与环境的协调问题也日益突出。建筑工程施工在为

人们提供生活和工作场所的同时 , 其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

的要对其周围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和影响。建筑施工

垃圾公害影响就成为城镇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　　建筑垃圾问题困扰着各个城市 ,垃圾围城现象日益严

重。资料表明 ,全国 400 多个大中城市中 , 有三分之二以上

被垃圾包围。建筑垃圾的量虽然较生活垃圾少得多 ,但由

于其自然绛解缓慢 、质量大 、硬度大对清运设备要求较高的

特点 ,使小环保单位无能为力 , 难以及时清运处理 ,加上环

保意识较差的市民将生活垃圾乱倒 ,使建筑垃圾在许多围

城垃圾中充当着“开山始祖”及“中流砥柱”的作用。由于建

筑垃圾在城市垃圾危害中占到相当比率 , 怎样处理好建筑

垃圾是解决垃圾围城的一个突破口。

　　本文针对建筑施工垃圾问题 , 在河南省某市开展了调

查研究 ,以期搞清城镇居民及施工企业对建筑垃圾问题的

认识状况 ,并据此提出解决建筑施工垃圾问题的几点对策

建议。

1　调查研究方法

　　本次调查在河南省某市进行 ,历时三个月 ,开展了以下

三个方面的工作:

　　①对该市建筑施工现场进行调查 , 了解施工现场对于

建筑垃圾的处理及管理状况和存在的问题;

　　②对该市区公众进行社会调查 ,了解公众对建筑垃圾

危害及其范围深度的认识情况 , 同时调查建筑施工垃圾危

害的内容 、存在的问题及有无相应的措施等状况;

　　③广泛查阅国内其他地区和城市的有关资料和文献 ,

尽可能多的获得建筑施工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和规定。

　　对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处理情况调查中 , 尽可能涉

及到各种建筑类型 ,调查内容如下(对施工单位):

　　 对建筑垃圾危害的认识;

　　 关于建筑垃圾问题的有关法律法规认识;

　　 对建筑垃圾堆放 、运输的设计管理;

　　 对建筑垃圾处理的记录;

　　 对建筑垃圾的处理责任看法;

　　 加强建筑垃圾的处理工作应做好哪些方面的内容;

　　 对建筑垃圾的再利用情况。

　　对城镇居民的调查采取随机采访的方式进行 , 调查内

容如下:

　　 调查对象对建筑垃圾概念认识;

　　 建筑垃圾对调查对象的影响程度;

　　 调查对象对建筑垃圾的处理现状满意程度;

　　 建筑垃圾影响的方面;

　　 调查对象对建筑垃圾的处理责任的看法;

　　 调查对象认识加强建筑垃圾的处理工作应做好哪些

方面的内容 。

2　调查结果及分析

　　本次对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处理的状况共调查职工住宅

楼 、宾馆 、门面房 、写字楼 、教学楼 、综合办公楼等大小工地

140 多个 ,取得有效工地调查资料 106 份 ,其中砖混结构 82

个 , 框架结构 24 个;对城区建筑垃圾危害的实地社会调查

遍及五个城区 50 余个地段及一些敏感地段;调查常住居民

80余人 , 还有环保 、建设管理 、环卫等多家管理单位及个

人 , 取得有效个人资料 69份及一些实地综合资料。下面就

调查结果进行一下总结。

2.1　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处理状况调查

　　建筑施工垃圾由于是各种建筑材料的边角废料 , 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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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大 、质坚 、抗压强度高等特点 ,其中砂 、石类 、碎砖头 、落地

灰 、碎屑占绝大部分比例 , 还有少许塑料桶 、箱 、盒 、编织袋

等包装物及少量金属。

　　建筑垃圾产生量与施工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 、施工人

员的素质 、房屋的结构形式及特点 、施工质量 、施工技术等

多方面因素有关 ,从 0.4 m3/100 m2 ～ 1.3 m3/100 m2 不等

(按建筑面积计 , 另外开挖余土的外运也计算在内)。

　　砖混结构建筑垃圾平均产生量为 1.1 m3/100 m2 , 其

主要成分为:碎砖块 、落地灰 、混凝土块 、砂浆等。

　　框架结构建筑垃圾平均产生量为 0.6 m3/100 m2 , 其

主要成分为:混凝土块 、砂浆 、碎砌块等。

图 1　建筑垃圾产生量(m3/ 100m2)

　　从图 1 可以看出 ,砖混结构的建筑垃圾产生量由于其

结构施工特点而较大 ,影响垃圾产生量的因素有:

　　①图纸变更引起的返工;

　　②主体施工中的砌筑用砖在运输 、砌筑过程中的报废;

　　③砌筑过程中的砂浆落地灰;

　　④混凝土工程中的质量问题引起的返工;

　　⑤装饰工程抹灰质量问题(如空鼓 、开裂等)引起的砂

浆浪费等。

　　框架结构的建筑垃圾产生量由于其结构施工特点(如

高层采用滑模施工工艺 、泵送混凝土 、大体积填充材料等)

相对于砖混结构垃圾量较小 ,垃圾产生量影响的因素有:

　　①图纸变更引起的返工;

　　②由于施工中的质量问题(如蜂窝 、开鼓)引起的返工;

　　③泵送混凝土量计算不准 、堵管等引起的混凝土浪费

产生垃圾;

　　④装饰工程抹灰质量问题(如空鼓 、开裂等)引起的砂

浆浪费等。

　　本次调查共计对 106 个工地现场进行了调查 , 调查中

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处理情况总结如图 2:

图 2　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危害的认识调查结果

　　①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危害的认识情况:

　　对建筑垃圾危害不清楚的 8 家 , 占总数的 7.5%。

　　认为建筑垃圾对社会现状危害一般的 69 家 , 占总数的

65.1%;

　　认为建筑垃圾危害严重 , 应采取相应措施的施工单位

29 家 ,占总数的 27.4%;

　　施工单位是建筑垃圾的直接生产者 , 要处理好建筑垃

圾 , 首先应提高建筑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危害的认识 , 由调

查结果可知 , 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危害认识还有待于进一

步提高。

　　②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的有关法律法规认识的调查情

况如图 3:

图 3　施工单位对有关法律法规的认识调查结果

　　认为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几乎没有 ,不清楚的 4家 ,

占总数的 3.8%。

　　大概知道有关这方面内容的 93 家 , 占总数的 87.7%;

　　对处理建筑垃圾的有关法律法规十分熟悉的施工单位

9 家 , 占总数的 8.5%;

　　这个结果反映两个方面的内容 , 一是我国在处理建筑

垃圾方面的有关法规不健全 、不完善 ,定义含糊 、可操作性

不强。二是施工单位在建筑施工过程中 , 关心的重点在于

经济利益的居多 ,对建筑垃圾及环保等方面漠不关心。

　　③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堆放 、运输的设计情况

　　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的堆放 、运输有设计 、管理的 89

家 , 占总数的 84.0%;没有的 17 家 , 占总数的 16.0%。 其

中堆放规范 、整齐 ,有相应完善的设计 、管理的仅 5 家;大多

数工地现场十分混乱 ,尽管有垃圾堆放地点 , 工人乱倒垃圾

已成习惯。

　　由调查结果可知 ,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的堆放 、运输大

多数虽然有一定的规定 , 但执行情况不好。现场操作工人

的环保意识 、责任心对建筑垃圾的合理规范堆放 、运输起着

主导作用 , 但作业人员多为民工 , 素质普遍较低 , 而施工单

位对此也不是十分重视 ,仅仅在要进行检查时突击一下 , 现

场的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现象严重。

　　④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处理的记录情况调查

　　有垃圾处理的记录或能明确说明其去向的 23 家 , 占总

数的 21.7%;没有这方面记录不能说明其去向的 83 家 , 占

总数的 78.3%。

　　在调查中 , 我们得知施工单位通常是将建筑垃圾包给

个体运输户运输 ,即使在环卫部门具备运输能力的情况下 ,

施工单位往往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也会选择个体运输户 , 对

于建筑垃圾的去向及处理方法大多不清楚 , 而且不进行施

工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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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⑤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的处理责任认识情况如图 4:

图 4　施工单位对垃圾的处理责任认识情况调查结果

　　认为建筑垃圾的处理责任在于建设单位的 72家 , 占总

数的 67.9%;认为责任在于施工单位的 43 家 , 占总数的

40.6%;　认为责任在于环保部门的占 21 家 , 占总数的

19.8%。

　　根据该市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规定:市 、县

级市 、区人民政府在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时 , 应按照国家的

有关规定 , 设置建立废弃物的清扫 、收集 、运输和处理等环

境卫生设施 ,所需资金纳入建设工程概算。市容环境卫生

行政主管部门应参与上述环境卫生设施的规划 、设计 、验

收。然而 ,对该市建筑市场管理办公室和建筑招 、投标办公

室调查表明 ,预算中均不包括这些费用 , 只有少数包干工程

一次敲定所需款项外 ,大多数建筑工程的这部分费用在结

算时协商付清 ,经常会出现推诿扯皮现象。垃圾处理责任

不清 ,也是垃圾处理问题的一个症结。

　　⑥调查对象对加强建筑垃圾的处理工作的意见情况如

图 5:

图 5　建筑垃圾的处理工作的意见调查结果

　　认为应着重加强建筑管理的 106 家 ,占总数的 100%;

　　认为应着重加强环保工作的 43家 , 占总数的 40.5%;

　　认为加强建筑垃圾的处理工作应着重完善立法的 93

家 ,占总数的 87.7%;

　　所有施工管理人员均认为在影响建筑垃圾产生量 、处

理程度的因素中 ,建筑施工的管理水平及有关施工人员责

任心影响最大;对建筑垃圾处理法规的完善健全 、环保单位

对环保工作的加强也是减少建筑垃圾对环境污染危害的重

要因素。

　　⑦调查对象对建筑垃圾的再利用情况如图 6:

　　对建筑垃圾的处理进行综合再利用的 7 家 , 占总数的

7%;

　　简单进行建筑垃圾再利用的 87家 , 占总数的 82%;

　　没有进行建筑垃圾再利用的 12家 , 占总数的 11%。

　　建筑垃圾产生后 ,施工单位大多进行简单的再利用 ,如

基础回填等 。少数施工单位进行了综合再利用 ,如砂 、石回

收作混凝土骨料 ,砂浆粉碎再利用等。但是 , 在施工单位进

行垃圾再利用时许多建设单位都提出异义 , 以影响工程质

量为由 , 不允许施工单位那样做。因此 , 在加强推广建筑垃

圾再利用的同时必须先提高建设单位的环保意识。

图 6　建筑垃圾的再利用情况调查结果

　　通过上述对施工工地的实地调查 ,反映出目前该市建

筑垃圾处理存在如下问题:

　　 施工 、建设单位对建筑垃圾的危害认识不足;

　　 关于建筑垃圾的法律 、法规不健全 、不完善;

　　 建筑施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, 因施工原因造成的建

筑材料浪费及垃圾产生量较大;

　　 施工人员环保意识差 ,缺乏主人翁精神 , 造成材料浪

费;

　　 建筑垃圾再利用方法少 、力度小;

　　 建筑工地的垃圾处理情况缺乏群众监督。

2.2　居民对建筑垃圾危害的认识调查

　　本次调查共获得有效个人调查资料 69 份 , 分析如下。

　　①调查对象对建筑垃圾概念认识情况如图 7:

图 7　对建筑垃圾概念认识情况调查结果

　　概念认识清楚的 15 人;占总人数的 21.7%;

　　不能对其做出准确描述的 54 人 , 占总人数的 78.3%。

　　在调查中 , 调查对象对生活垃圾 、白色污染 、水污染等

通过电视 、报纸了解较多 , 但对建筑垃圾知之甚少。许多人

在受到垃圾的影响的同时 ,也不注重个人的环保行为。 在

围城的垃圾中 ,除了别处乱倒过来的垃圾 , 还有附近居民乱

倒的垃圾。因此 , 居民普遍环保意识有待于提高。

　　②建筑垃圾对调查对象的影响程度。认为建筑垃圾对

他影响严重的 29 人 ,占总人数的 42.0%;认为一般的有 30

人 , 占总人数的 43.5%;

　　③调查对象对建筑垃圾的处理现状满意程度情况。对

建筑垃圾的处理现状不满意的 57 人 ,占总人数的 82.6%;

认为一般的有 12 人 ,占总人数的 17.4%;对建筑垃圾的处

理现状满意的 1人 , 占总人数的 0.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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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④建筑垃圾对调查对象影响的方面。认为建筑垃圾影

响市容市貌的 47 人 , 占总人数的 68.1%;认为建筑垃圾影

响交通的 31 人 ,占总人数的 44.9%;认为建筑垃圾侵占耕

地的 11 人 , 占总人数的 15.9%。

　　⑤调查对象对建筑垃圾的处理责任的看法如图 8:

图 8　建筑垃圾的处理责任调查结果

　　认为建筑垃圾处理责任在于建设单位的 13人 , 占总人

数的 18.8%;认为建筑垃圾处理责任在于施工单位的 63

人 ,占总人数的 91.3%;认为建筑垃圾处理责任在于环保

部门的 7 人 ,占总人数的 10.1% 。

　　⑥调查对象认为加强建筑垃圾的处理工作应做的工作

如图 9:

图 9　建筑垃圾的处理意见调查结果

　　认为加强建筑垃圾的处理工作应着重完善立法的 47

人 ,占总人数的 68.1%;认为应着重加强环保工作的 59

人 ,占总人数的 85.5%;认为应着重加强建设管理的 7 人 ,

占总人数的 10.1%。

　　通过对建筑垃圾影响现状的公众调查 , 该市目前建筑

垃圾的社会综合处理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:

　　 市区受建筑垃圾危害比较严重;

　　 市民的环保意识有待提高;

　　 该市的环保投入少 、设施落后 、垃圾场少且布局不合

理 ,不能满足实际需要;

　　 有关建筑垃圾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、缺乏可操作性;

　　 环保部门执法不严;

　　 建筑垃圾的处理监督机制不健全。

　　【注】:调查数据以调查问卷结果为准;某些问题中有一

题多答之现象 ,故合计百分数有大于 100%的情况

3　对策研究

3.1　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处理对策

　　施工现场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量为根本

目标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,结合调查所发现的问题 , 提出对

策如下:

　　①对由于施工 、建设单位对建筑垃圾的危害认识不足 ,

环保意识有待增强的问题 ,可从两方面着手 , 一是加强环境

保护的舆论宣传 , 使有关人员对建筑垃圾的危害问题有正

确认识 , 自觉地加强施工垃圾的处理工作。二是建立一套

完整的奖罚措施 , 对于那些环保工作做得好的单位给予适

当的奖励或者税收上的减免 , 对于那些做得不好的单位应

在给予严厉处罚的同时责令其对所产生后果的一切补救措

施负责。

　　②完善和健全在建筑施工环境公害方面的防治法规体

系。国家已出台的建筑法规中环保内容存在着内容少 、涉

及面太广 、针对性不强 、内容不具体等问题 ,而环保法规牵

涉到建筑施工环境保护方面的也很少 ,针对建筑施工垃圾

处理的就更少。市级关于建筑垃圾的规定 , 应当是国家法

律的延续和扩充 , 在建筑垃圾处理问题上应具体说明应该

由谁处理 、怎样处理的内容 , 增强可操作性 ,使建筑垃圾的

管理 、处理有章可循 、有法可依。

　　③提高建筑施工管理水平 , 减少因施工质量原因造成

返工而使建筑材料浪费及垃圾大量产生。在目前该市的各

个建筑工地上 ,施工人员大多数以民工为主 , 他们普遍素质

较低 , 施工技术水平也较低 , 这对现场的施工管理提出了更

高的要求 , 尤其是施工技术人员。加强现场管理 , 做好施工

中的每一个环节 , 提高施工质量 , 将有效地减少垃圾的产

生。在新建工地产生的建筑垃圾中 , 因建筑施工质量返工

引起的垃圾量比例大 , 而且造成材料浪费。施工技术人员

应该尽可能的应用总结出来的办法 , 把施工质量隐患防范

于未然。

　　④加强施工现场施工人员环保意识和主人翁精神。在

施工现场上的许多建筑垃圾如果施工人员注意就可以大大

减少它的产生量 ,例如落地灰 、多余的砂浆 、混凝土 、三分头

砖等 , 在施工中做到工完场清 , 多余材料及时回收再利用 ,

不仅利于环境保护 ,还减少材料浪费 , 节约费用。

　　⑤在加强施工管理 、推广新的施工技术 , 杜绝垃圾污染

源减少污染物的同时 , 对已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时进行回收

处理 , 并通过技术手段重复再利用也是重要的技术措施。

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, 砂 、石类可作为混凝土的骨料 ,

碎砖头可以粉碎作为三合土和回填料;落地灰 、碎销等经过

粉碎后可作为沙浆的骨料;塑料桶 、箱 、盒 、编织袋等集中收

集和处理给废品收购站;将废机油收用于模板工程做隔离

剂和防腐剂使用。目前建筑垃圾再利用绝大多数还只是简

单的作为回填处理 ,技术上需要有所创新。

　　⑥在建筑工地的垃圾处理上建立广泛的群众监督机

制。建筑垃圾的危害对象 , 最终还是其周围的居民。把城

市的居民作为建筑垃圾处理的监督者 ,则更具有广泛性和

代表性 , 并能督促已造成的建筑垃圾危害得到及时的解决。

3.2　建筑垃圾危害的社会综合防治对策

　　对已形成了的建筑垃圾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其社会危害

为根本目标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, 结合社会实地调查出的

问题 , 提出防止对策如下:

　　①加强宣传力度 ,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。城市居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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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意识还普遍有待提高。城市居民不但是垃圾的受害

者 ,还是垃圾的产生者。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地方的居民在

受到乱倒的建筑垃圾危害而大有意见的同时 , 不注意自身

环保行为的“手电筒”现象十分普遍。因此 ,应号召市民从

自身做起 ,才能使垃圾围城现象得到根本的解决。

　　②加大环保投入 ,更新环保设施。如果把垃圾清运 ,垃

圾资源在开发的利润引入市场机制 ,积极鼓励企业在这方

面投资 ,而政府只须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去规范企业和社

会的行为 ,进行有效的监督 , 政府在垃圾处理上的负责就会

得以减轻。政府以补助 、减免税收等政策来鼓励投资 , 这应

是城市垃圾处理的积极而有意的探索。建筑垃圾相对于生

活垃圾也具有性质单纯等优势 , 鼓励企业在它的开发再利

用上投资 ,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。

　　③完善和健全建筑垃圾处理上的立法 , 尽快出台实施

《城市垃圾处理实施细则》 , 对建筑垃圾的处理进行具体的

规范和管理。

　　④加强环保部门执法力度 , 做到违法必究。在实际工

作中 ,对违反法规的现象不仅要给与严厉的处罚 ,还要督促

其对造成的危害进行处理。例如乱倒的垃圾不仅要处罚 ,

还应让其把乱倒的垃圾正确处理干净 ,消除产生的影响。

　　⑤建立广泛的建筑垃圾处理群众监督机制 , 对垃圾的

违规处理做到及时发现 、及时解决。

4　结论

　　以上是根据建筑施工工地和建筑垃圾的危害社会实地

调查结果并依据建筑垃圾产生 、处理的各个时期的特点 ,针

对其存在的问题 ,提出的相应的对策。 对策以建筑垃圾产

生前最大限度的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量 , 对已形成的建筑

垃圾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建筑垃圾的危害为根本目标 ,提出

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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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c nuisance survey and counter-measure

analysis of building garbage of

a certain city in Henan Provin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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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in the disposal of building garbage w ere clarified by site survey and

public nuisance survey of building garbage of a oertain city in Henan Province.Based on the problems , the

measures to reduce building garbage in si te and to prevent i ts public nuisance w ere given.

Key words:const ruction;garbage public nuisance;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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